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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英雄者，国之干。
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全

票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于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贯彻
实施好英烈保护法，以法律
武器守护和捍卫英烈尊严，
让英烈精神融入血脉、常传
常新，必将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起奋斗
伟力。

坚定捍卫英烈荣光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
能没有英雄。

英雄烈士保护法，是一
部字里行间饱含着广大人民
对英雄烈士深切尊崇和缅怀
的法律。

“国家和人民永远尊崇、
铭记英雄烈士为国家、人民
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贡献。”

“国家保护英雄烈士，对
英雄烈士予以褒扬、纪念，加
强对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
宣传、教育，维护英雄烈士尊
严和合法权益。”

法律犹如一部宣言，向
全社会播撒崇敬英烈、学习
英烈的强大正能量。

“制定英烈保护法，表
明了我们捍卫英雄烈士的
鲜明价值导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
主任岳仲明说。

英雄烈士保护法，更是
一部构筑起维护英烈权益
“铜墙铁壁”的法律。

——— 明确侵害英烈行
为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 惩治宣扬、美化侵略战争行为。
——— 实行英雄烈士抚恤优待制度。
……
“英烈保护法实施后，将为有效惩治歪曲历史事

实、诋毁亵渎英雄烈士等各种行为提供明确的法律依
据，同时在广大民众内心形成法律预警认知和后果认
知，推动营造‘保护英烈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中国法
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熊文钊说。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表示，随着

英烈保护法的实施，尊崇英雄、缅怀英烈、捍卫历
史，就已经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贯彻实施
好这部法律，将进一步提升公众捍卫英烈、弘扬英烈
的意识。

法律生命在于实施

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建立侵害英烈名誉荣誉的公益诉讼制度；确立英

烈纪念缅怀制度；设立健全英烈纪念设施的保护和管
理制度……英烈保护法的一系列规定，构筑起保护英
烈的责任主体框架和惩处侵害英烈权益的全方位责任
体系，为保护英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度规范和法律
保障。

专家表示，贯彻实施好英烈保护法，方向明确、
要求清晰，社会各方面都要宣传到位、落实到位、责
任到位。

“法律在相关纪念设施的保护责任主体、禁止从
事有损纪念英烈环境和氛围的活动等方面作出规定。
相关部门要在切实履行法定职能的同时，对破坏、污
损纪念设施的行为严格执法、及时处理，把英烈纪念
设施的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副所长莫纪宏说。

“法律明确，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
誉、荣誉的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可以依法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如果英烈没有近亲属或者亲属不提起
诉讼，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及
法院对侵权行为要敢于提起公诉和立案。”熊文钊
说。

“根据法律，网络运营者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不可对侵犯英烈名誉的行为视而不见、坐视不管、消极
无为甚至暗中纵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吕景胜说。

不仅是责任部门，全社会也应共同形成保护英烈
的合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邓凯认为，要鼓励和支持人
民团体和社会组织从各自职能和特点出发，开展保护
英烈、弘扬英烈精神的社会活动，把全社会力量动员
起来，营造崇尚英烈、捍卫英烈的良好氛围。

传承发扬英烈精神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
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在河北乐亭县的清平
书社，悠扬的三弦琴声伴随着悦耳的大鼓声，鼓书艺
人戴丽艳正在一遍遍唱诵着革命烈士李大钊的故事。

“英烈保护法的出台，让为英雄正名的行为有法可
依，更有利于传承英烈精神。一个尊重英烈、保护英烈
的民族是有希望的。作为一名歌颂英雄的民间艺人，我
为这部法律的出台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戴丽艳说。

英烈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
神财富。贯彻实施好英烈保护法，就是对英烈精神、
民族精神的最好继承。

“建立长效机制，要靠法律的规范，但法律不是目
的。我们要依靠价值观念、价值系统来树立以英烈精神
为主的信仰信念。”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
任公方彬说。

英烈保护法明确，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以青少年学
生为重点，将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宣传教育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

“传播英烈事迹和英烈精神，不应仅仅是一种
文化自觉，更应是依照法律要求进行的规定性教育
活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张建军认为，英烈保护法正式施行，意味着对青少
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让青
年一代更加意识到肩上责任之重大。

苍山巍巍，江水泱泱。英烈精神，永续传扬。
张建军表示，要以英烈保护法实施为契机，致

敬英烈、传承初心，勇做新时代的奋进者，让伟大
的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记者丁小溪、罗沙、
罗争光、荣启涵 参与记者：任丽颖)

新华社北京 5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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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 日电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 日宣布，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佐科·维多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 6 日至 11 日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赴日本
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将于 6 日至 11 日正式访问印度尼西亚

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正式访问日本

新华社北京 5 月 1 日电(记者潘洁)国家
副主席王岐山 1 日在中南海会见多米尼加外
长巴尔加斯。

王岐山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梅迪纳
总统的亲切问候，对中多建交表示祝贺。他
表示，多米尼加政府承认和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作出同台湾方面断绝“外交关系”、同
中国建交的政治决定，顺应了时代潮流，符
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多
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潜力将得到全面释
放，发展前景广阔。中方将同多方共同做好
建交后续工作，不断增进政治互信，加强双
边交往，拓展互利合作，推动建设新型国际
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好中多关
系历史新篇章。

巴尔加斯转达了梅迪纳总统对习近平主
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表示，多方将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大力开展多中交流与合
作，做相互信赖的伙伴，开创两国关系新局
面。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参加会见。

王岐山会见多米尼加外长

新华社北京 5 月 1 日电(记者许可)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1 日上午同多米尼加共和国
外长巴尔加斯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
报》，主要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根据
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
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
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此，多米尼加共和国
政府即日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中多建交公报在北京签署前，多米尼加发

布总统公告，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

地区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新闻背景：多米尼加共和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位于加勒比海大安的列
斯群岛中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东部，东隔莫纳
海峡与波多黎各相望，西接海地，南临加勒
比海，北濒大西洋，面积为 48734 平方公
里，人口约 1065 万。

多米尼加原为印第安人居住地， 1496
年西班牙人在岛上建立圣多明各城，成为欧
洲殖民者在美洲的第一个永久性居民点，
1844 年 2 月 27 日独立，成立多米尼加共和
国。 1930 年，特鲁希略发动军事政变上
台，实行长达 30 年的独裁统治。 1965 年，
多米尼加被美国出兵占领， 1966 年恢复民
主政体。此后，革命党、基督教社会改革
党、解放党分别执政。自 2004 年起，解放

党连续执政至今。

旅游业、出口加工业和侨汇是多米尼加
经济的主要支柱。多米尼加主要出口蔗糖、
可可、咖啡、烟草、服装和金、银、镍铁合
金等，进口石油、燃料、食品、机电产品和
化工原料等。 2017 年多米尼加进口额为
180 . 16 亿美元，出口额为 88 . 31 亿美元。

目前，中国已是多米尼加第二大进口商
品来源国。据中国海关统计， 2017 年中多
贸 易 额 为 1 8 . 7 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0 . 3% 。中方主要出口合金材料、化工制
品、摩托车零部件、通讯设备和食品等，进
口铜矿石和医疗器材等。

1993 年 10 月，中国和多米尼加签署互
设贸易发展办事处协议。 1994 年 4 月，中
方在圣多明各设商代处。 2005 年 11 月，多
方在北京设商代处。

新华社墨西哥城 4 月 30 日电

 5 月 1 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北
京中南海会见多米尼加外长巴尔加斯。

新华社记者王晔摄

中国和多米尼加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上接 1 版）

梦想，为新时代燃烧

不断涌现的奋斗者，推动国家

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

大跨越，标注中华民族砥砺奋进的

精神坐标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

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如何
跑出创新“加速度”，攀登发展新高峰，成为摆在
新时代奋斗者面前的新课题。

“我们决不能安于现状、贪图安逸、乐而忘
忧，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有为，努力创
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大国崛起，竞争无处不在。习近平总书记的
话语，为科技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鞭策着新时
代的奋斗者向“无人区”挺进。

高峰就在这里！久居海外的黄大年看得分
明：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国面对国际能源竞争必
须解决的战略问题，发展被西方禁运的地球深部
探测技术装备更是当务之急！在夜以继日的拼搏
中，中国终于实现了深探领域的跨代发展！

从担任“863”项目首席专家，到提出“红蓝
军路线”，从设立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
到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号”横空
出世……黄大年回国后，将生命最后 7 年全部
投入科研攻关，收获了自己的梦想果实。

岁月见证，当一个科学家在最能作贡献的
壮年投身科技前沿的大潮，把生命最绚丽的岁
月献给祖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他有资格也有
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

黄大年如此，钟扬也是如此。
当许多物种濒临消失，钟扬意识到：保存种

质资源、盘点植物“家底”是一项战略性工作，对
国家发展、人类命运意义非凡。

他瞄准了世界屋脊——— 西藏有将近 6000
个高等植物物种，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彻底盘
点和种子采集。

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行走，对于一个身体
康健的人已是挑战。而钟扬却在突发脑溢血后
才一年，又一次出现在西藏大学的师生面前。

“他佝偻着背，身上还是那条磨得不成样子
的牛仔裤，在拉萨地摊上买的，只花了 29 元。”
回想那次的见面，师生们又一次泪落如雨。

在“生命禁区”找到植物界的“成功者”高山
雪莲，在海拔 6000 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攀登
到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高度…… 16 年间，钟扬
行程超过 50 万公里，每年 100 多天在最偏远、

最荒凉、最艰苦的地方穿梭。
壮志凌云！无论是挺进生态研究的“无人

区”，还是“把地球变成透明”的誓言，钟扬
与黄大年的梦想，都是服务于国家、领先于时
代、傲立于世界！

“在中国做科学，像我这样的人挺多的……
能让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帮人在拼
命，不是我一个人，一帮人全是这种心态，我们
在一块儿可热闹了，这是一个群体。”

这是黄大年们的心声，更是新时代的潮
涌！

当祖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越来越
多的科学家怀揣民族梦想，手握科学利器，在
世界最高水平的竞速场上，以弯道超车创下中
国纪录。

2017 年 9 月 25 日，正是 500 米口径球面
射电望远镜落成一周年。就在 10 天前，中国
“天眼”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永远地
闭上了双眼。

从 1994 年到 2005 年，南仁东走遍了贵州
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
里，没有路，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
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

为了做成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项目，让
“天眼”尽快建成启用，即便因肺癌做了手
术，即使已进入人生倒计时，南仁东还在关心
“天眼”进展，把自己殊死对抗的病魔称为
“小病”。

24 年，只做一件事。南仁东用他的生
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中国高度。

壮志报国！黄大年、钟扬之后，仍有无数
知名、不知名的科研工作者，前仆后继、奋勇
向前，投身民族复兴的伟大洪流。

“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就要敢为
天下先。”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怀
进鹏说，以黄大年、钟扬等为代表的科技楷模
和创新团队，在战略高技术、重大科技工程和
前沿必争领域，创新争先、只争朝夕。

2017 年 6 月，为期 5 年的“蛟龙”号试验性
应用航次圆满收官。“中国载人深潜队伍正从一
穷二白直指超越所有对手的 7000 米。”“蛟龙”
号载人作业潜水器首席潜航员、“深海勇士号”
载人作业潜水器副总设计师叶聪说：我们赶上
了中国载人深潜“最好的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和历
史性变革，标注着中国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
代”的伟大跨越。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首席科学家潘
建伟、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单分子酶
学的奠基人谢晓亮……一批“星”光熠熠的知名
科学家正在融入民族史上罕见的人才回流潮，

不断拥抱“中国机遇”，投身“中国梦”。
黄大年的生前好友、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王献昌说：“我们有幸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就让我们和大年一样，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科学之梦融入复兴伟业，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做出我们的贡献吧！”

铭记，是为更好的前行

新时代新起点，奋斗者的故事

激励着后来者，凝聚起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什么是天堂？有希望的地方。什么才能带
来希望？种子，哪怕只有一颗。”

2018 年 4 月，草长莺飞的时节。缅怀钟扬
的原创话剧《种子天堂》在复旦大学首演。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
以造福万千苍生。”当这句台词响起，钟扬穷其
一生坚守的信仰，恰如一粒粒种子，正在人们心
底生根发芽。

2017 年 9 月 27 日，钟扬遗体告别仪式在
银川举行， 700 多家单位和个人敬献的花圈从
告别大厅一直排到门前广场，将这里变成一片
花海。

和老人商量后，钟扬的妻子张晓艳做了一
个出乎人们意料的决定：把 138 万元车祸赔偿
金全部捐出，成立基金会，用来奖励上海和西
藏的优秀师生。

“这是爸爸用命换来的钱，我们还是应该
用在爸爸的事业上。”钟扬年仅 15 岁的小儿
子，这样怀念着爸爸。

生命无法永恒，精神却能不朽。
2017 年的冬天，钟扬在复旦大学指导的

第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西藏自治区种质资源
库主任扎西次仁出发采集种子；西藏大学教授
拉琼等一批年轻学者担起了生态学学科建设的
担子：“虽然困难，但我常会感到，钟老师就在前
面引路。”

钟扬生前曾说：“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
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
之路延续。”

吉林大学地质宫里， 507室的明灯已经熄
灭，隔壁的房间却仍旧灯火通明。

按照黄大年生前设计的战略规划，黄大年
团队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地壳一号万米大陆
科学钻探钻机已在大庆油田创造了 6700 米井
深的新纪录，智能化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搭
载平台已建成，航空重力梯度仪工程样机研制
重点研发项目已启动……

黄大年事迹报告团成员、吉林大学党委统

战部副部长任波说：“似一股清流，又如一
盏明灯，黄大年与钟扬的故事，点亮了信仰
之光，照亮了报国之路。”

“大写的人，纯粹的人，永远活在人们心
里的人！”黄大年、钟扬的感人事迹令无数网
友“泪奔”，更令亿万国人思考：这个时代，为
何如此热切地呼唤奋斗？

因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惟奋斗者进，惟奋斗者强，惟奋斗者胜。
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占领世界科技制高

点，不可能靠化缘要来核心技术；一个 13 亿
多人口大国迈向现代化，更不可能靠“搭便
车”改变命运。

爬坡过坎、滚石上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需要奋斗；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需要奋斗。

“在这艘驶向民族复兴的大船上，没有坐
享其成的乘客、事不关己的看客，你，我，他，
亿万中国人，都是划桨者、搏击者。”中国科学
院大学 2015级博士研究生崔开明说：“只有
喊着同一个号子，朝着同一个方向，才能奋力
驶向梦想的前方。”

铭记，是为更好的前行。
从校园到社区，从厂矿到军队，黄大年、

钟扬的故事传遍四方。奋斗者的精神力量，正
与新时代的使命召唤相辉映，鼓舞着更多人
为梦想而拼搏，与时代同奋进。

平均年龄 35 岁的吉林大学黄大年团
队，平均年龄 34 岁的量子科学团队，平均
年龄 37 岁的中国“天眼”研发团队……一
张张鲜活的面孔，正是中国奋斗者英姿勃
发、生生不息的写照。

“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阶段，必须激活人这个生产力中最
活跃因素，激发创新这个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让奋斗成为社会风尚，让社会的活力充
分释放，让创造的伟力竞相迸发。”中国科
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怀进鹏说。

黄大年、钟扬……仰望星空，奋斗者的
精神之光熠熠夺目。正是这璀璨的星光，照
亮了我们的前行之路。

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
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 13 亿多中国人民发扬伟大奋斗精
神，凝聚起万众一心的澎湃力量，就一定能
书写新时代奋斗者更加精彩的答卷！

(参与记者吴振东)
新华社北京 5 月 1 日电

北京时间 5 月 1 日，中国
和多米尼加签署建交联合公
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多米
尼加各界认为这是水到渠成、
大势所趋的一件大事。

多米尼加是中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最大经济体，在地区事
务中有着重要影响。中多交往
源远流长。华人很早就来到多
米尼加生活和工作，为多米尼
加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年前，中美洲重要国家
巴拿马宣布和中国建交。两国
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迅速，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利益。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前不
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他对巴中建交以来双边关
系的发展非常满意，事实证明，
巴拿马与中国建交是一个正确
的决定。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
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

际关系准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国同任
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根本前提和政治基础。

中多建交，向世界再次传递了一个清晰的
信号：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而
且势不可挡。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独”

永远是死路一条。

中国和多米尼加正式建交，标志着两国关
系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
外交部长王毅所说，随着中多建交，中国在拉美
多了一位守望相助的好朋友，多米尼加在发展
振兴道路上有了一位互利合作的好伙伴。同中
国建交，将为多米尼加自身发展带来前所未有
的巨大机遇，为 1000 多万多米尼加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利益和福祉。

当前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今年 1 月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智利
成功举行。这次会议实现了中拉新时代跨越大洋
的又一次牵手，开启了中拉整体合作的新篇章。

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国家远隔千山万水，
但双方人民传统友好情谊和交流合作热情并未
因此减弱。“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人们有理
由相信，中多建交将为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的“交响曲”增添更强的音符。
(记者裴剑容)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 5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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